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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瑞在《经济日报》上

撰文说，乡村要振兴，产业

必振兴。乡村有了产业，

农民才能增收致富、改善

生活。发展特色产业是实

现产业兴旺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一个个富有地域

特色的“土特产”走向全

国，这些特色农产品不仅

饱含绿色生态的附加值，

更形成品牌打开市场，培

育出扎根乡村的产业链，

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

然而，在市场竞争加

剧的背景下，乡村“土特

产”也面临一些新挑战。

比如，一些乡村特色产品

同质化现象严重；部分产

业供应链存在短板，影响

市场拓展；科技创新不足，

特色产品附加值不高；农

文旅融合不够，产品缺少

文化内涵；等等。因此，乡

村“土特产”需要讲好新时

代新故事。

发展特色产业，离不开敢闯敢试的“领

头雁”。当前，各地都在挖掘“土特产”的市

场潜力，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回乡

创业者要抓住发展机遇，创响一批“乡字

号”“土字号”，打造为广大消费者所认可、

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品，拓出发展新空间。

抓住城乡融合发展机遇，做足特色文

章。城乡融合发展将为乡村振兴注入人

才、资金、管理等发展要素，并释放广阔市

场潜力。广大乡村要彰显地域特色，挖掘

农业功能和乡村价值，培育乡村产业链供

应链，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实现增收富

民。如，打造标准化、规模化、良种化特色

产业基地，提升产品质量效益；将地方名

优农产品与旅游资源融合，打造研学旅游

品牌，深耕乡村文旅产业链；等等。

注重科技赋能，用新思维讲好新故

事。发展乡村“土特产”，需要通过互联网、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与乡

村产业链深度融合，以科技赋能推动产业升

级。如，建设冷链物流延长农特产品保质

期，将销售网络拓展至全国；发展网络电商

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精准推送特色农产

品；加强种业培育改良，让特色农产品更适

应消费者需求。

讲好“土特产”新故事，是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通过产业链条上下延伸，乡村特色产

业将催生农村电商、中央厨房、定制农业等

新型业态，并带动更多村民就业，为乡村振

兴注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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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强化低收入农户帮扶。

要健全低收入农户动态监测和精

准帮扶机制，逐步提高农村低保、

特困人员、孤儿保障标准及补助水

平。因地制宜推进“飞地抱团+”

共富体等模式，发展培育一批能促

进低收入农户长期稳定增收的优

势产业和特色项目。建议完善激

励政策，对具备产业发展能力的低

收入农户家庭，鼓励发放免息小额

信贷、无偿提供技能培训、点对点

对接帮助低收入农户销售农产品

等方式，带动其投身经营，充分激

发内生动力。二要深化农村社会

保障机制改革。要进一步强化农

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升被征地

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和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水平，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稳步提高新农合保障标

准。推进医养护一体化改革，妥善

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三要强化

农业农村政策扶持。建议进一步

提高耕地保护补偿金标准，引导将

耕地保护补偿金发放给农户。提

高种粮补贴标准，缩小与上海、苏

州等周边城市的补贴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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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夯实农民增收的“基本盘”

重点在稳就业、促提升、加快

发展灵活就业模式上做文章。一

要千方百计稳定农民就业。要健

全广覆盖的就业服务网络，调整

产业评价指标，建议在对企业评

价中，不但要评价亩均产值、利税

指标，而且要将吸纳就业能力和

发放薪酬列为重点评价指标，在

镇村级发展农产品加工等劳动密

集型产业，对吸纳农民就业突出

的企业给予政策倾斜。建议在农

业开发区布局一个农产品加工

区，落实建设用地空间和用地指

标，用地价格应低于区域工业用

地供地价格的 70%。建议借鉴其

他地方的先进经验，明确在每年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中，拿出一定

的份额，重点支持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项目，做大做强村级集体经

济，促进农民就近就业。要大力

发展共富工坊，力争每年新增打

造来料加工、定向招工、电商直

播、文旅融合、品牌带动、产业赋

能等共富工坊200个，新增创建市

级示范工坊 100 个。要建立职工

薪酬稳定增长机制，强化权益保

护，使城乡就业人员在劳动合同、

工资标准、社会保险等方面享有

同等待遇。二要加强农民培训工

作。加快农民就业层次提升，就

必须加强被征地农民和农村富余

劳动力培训，提高就业技能和整

体素质，加速农民工向第三产业

和第二产业中高附加值领域转

移，实现从低层次就业向较高层

次就业的转化。三要促进农民多

元就业。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务

合作社发展机制，鼓励村集体组

建劳务合作型强村公司，开展城

乡保洁、物业管理、绿化和道路养

护等工作，鼓励更多主体牵头兴

办劳务合作社。要支持鼓励农民

适度发展家庭工业，在符合环保

及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发展

能耗低、效益好的产业，吸纳农村

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村年龄偏大农

民的就业和收入。

全力挖掘农民经营性收入，拓展农民增收的“增长极”

重点在优环境、兴业态、提效

益上做文章。一要优化农民创业

环境。要着力降低创业农户门槛，

探索建立从技能培训、创业指导，

到资金扶持、后续服务于一体的新

型农民创业帮扶体系。加快建立

乡村振兴农民创新创业专项基金，

通过提供小额贷款担保、农民创业

贷款贴息等方式扶持农民创业，鼓

励银行开发农民创业专项金融产

品。加强孵化园建设和农民小微

飞创园建设，为农民创业搭建更好

平台。同时，加强农创客培育工

作。二要加快发展农村新型业

态。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经济，加

快研究出台推进农村电商业态发

展的办法和措施，通过客服、配货、

包装、物流、售后等网络销售环节

带动农民增收。要做足做好“农

村+旅游”文章，依托沪杭苏大城

市消费辐射半径，结合农业嘉年

华、农民丰收节、水乡文化节等民

俗活动，促进休闲康养、农家乐、民

宿、乡村夜经济等发展。三要推进

农业效益提升。深化农业高能级

平台建设，深入实施农业“双强”行

动，加快先进实用技术集成创新与

推广应用，提升农机综合社会化服

务能力。要拓宽农民增收途径，在

护好耕地基本盘的前提下，大力推

广种养结合、间作、轮作等“万元千

斤”模式。实施乡村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促进计划，深化延链、强链、畅

链。深入实施品牌强农，发展“一

县一品”“一村一特”，推动农产品

升级。创新“产业组合抱团”新模

式，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

接。推进数字农业工厂、未来农场

建设，实现农业精准化生产。

充分激活农民财产性收入，升级农民增收的“发动机”

重点在活权赋能、资源盘活上

做文章。一要深化农村产权制度

改革。保障农民用益物权、增加权

益转让渠道及收益。加强闲置农

房激活利用工作。二要完善农村

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机制。要

进一步赋予农民的农村集体土地

主体地位，建立与现代农业发展相

适应的土地流转机制。三要做大

村级集体经济。进一步拓宽强村

富民的路径，全面落实“强村十法”，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建立

完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和集体资

产保值增值奖惩机制。积极推广

“股份分红+善治积分”模式，鼓励

村级集体经济加大分红力度。四

要定向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推动农

民闲置经金融资产实现增值。

有序拓展农民转移性收入，打造农民增收的“推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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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对策措施
——基于嘉兴市的调研

□张剑锋 陈月茂 伍倩琳

持续推进农民增收，是嘉兴市奋力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典范城市

的重要任务。本文立足嘉兴调研，从农民四大收入结构出发，在优化创

业环境、发展新型业态、深化产权制度变革、加强低收入农户帮扶等方

面对促进农民增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桐乡市梧桐街道桃源村槜李园桐乡市梧桐街道桃源村槜李园。。


